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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掇记忆的碎片（代序）

深深扎根于民间并广泛流传于吉安各县市区的民间故事精粹

选本《庐陵时闻》第二辑、第三辑历时两年多的搜集、整理，终于杀青

付印了。作为这套丛书的编者，内心充溢着多年期盼终成正果的愉

悦。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第二辑、即将出版的第三辑《庐陵时闻》与之

前已出版的第一辑《庐陵时闻》合在一起，颇觉厚重，厚重的不光是

这套丛书的内容、字数，更在于它承载的使命和责任———珍贵的地

域民间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弘扬。

庐陵这方温润的土地，自古耕读传家、农商并举、崇文尚德，积

淀出厚重的人文底蕴。富有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庐陵先民在工作

生活之余，演绎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而民间故事，就是

吉安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吉安，口口相传的民

间故事，浩如烟海，灿若星河。这些民间故事经常在炊烟袅袅、鸟语

花香的古村中飞扬，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市井小巷里传颂。大凡

我们这些生于古村、长年生活在城市丛林的人，对这些民间故事都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在科技非常发达、人心异常浮躁、神话日益

淡去的年代，我们历经红尘的挣扎，常常感怀乡间的悠然与宁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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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善良与纯朴、先贤的智慧与正气，希冀能在青林霜日、白水秋风

中静听时闻，走进庐陵先民的内心世界，窥视渐去渐远的历史尘烟。

庐陵时闻，是一部流动的历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生命文化，是

吉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它以人为主体，依

靠人的记忆、人的口述而代代相续，它将那些永恒、深邃的人情事理

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的小事件中，以一种直白的、淳朴的方式，把深

奥的人生哲理诠释得浅显生动，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中，体

现了庐陵人的智慧、生存法则和精神气度，既是先民们道德教化的

活教材，又是当今群众易于接受、喜爱的娱乐方式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环境受到严重冲击，吉安民间故事的传承也同样不能独善

其身。一方面，部分古村落、古建筑、古遗址以及风景名胜区的整体

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民风民俗正在迅速变淡或走向消亡；

另一方面，民间故事传承人大多生活在农村，习惯于农耕文明的生

活方式，且年事已高，一旦口传心授的民间故事讲述人消失，就容易

造成故事源的缺失。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当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

改变和生活形态多样性选择，农村中许多年青人外出务工，讲故事

和听故事不再是人们工作之余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民间故事正在

逐渐远离大众。可见，加快对优秀民间故事的挖掘、保护已迫在眉

睫。

记录、出版民间故事书，使民间故事由脆弱的口头传播转到能

流传久远的书面文集，是民间故事从原始的第一生命进化到永恒的

第二生命质的飞跃。因此，在编选《庐陵时闻》的过程中，我们尽量站

在今天的高度，对它们在批评中有选择地继承，留下其仍具有现实

意义的精华，网滤掉过时的杂质，在生动感人、通俗易懂、幽默趣味

上下足功夫，扬正气挞歪风、歌善良抑丑陋、颂勤劳贬懒惰，提倡亲

和、弘扬智慧，做到既能传承优秀的庐陵文化，又能让多层次的读者

雅俗共赏。在雅和俗的结合点上，所选的故事贯穿了三个并重，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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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高雅故事与普通人的趣闻轶事并重，故事的优美生动性与文化

常识并重，历史史料性与民间传说性并重，肯定的就是端端正正做

人、明明白白做事、快快乐乐生活的为人处事原则。从宽泛的文化层

面来看，这恰恰与吉安城市精神：崇文、正气、开放、图强相吻合。可

以说，这些庐陵故事就是吉安城市精神的最好注释。

保留地域文化的特征，在故事的讲述中尽量使用民间口语的文

字、语气和腔调，保持俚言俗语的原汁原味，保持故事形象生动活

泼、情节优美曲折，让读者能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一方水土一

种人文环境的风味，这是《庐陵时闻》丛书一个颇为突出的特色。如

选编的解缙的故事中，“竹篮提笋母抱儿，稻草绑秧父捆子”、“水中

蛤蟆穿绿衣，锅里虾公着红袍”等对子、话语，幽默机智，在会心一笑

的同时能真切地触摸到悠悠人文气息的光芒。另外，丛书相当篇章

讲述吉安历代名人的故事以及吉安一些姓氏家族的传说，篇目的作

者没有因为是故事、传说就脱离真实轨迹而放任编撰，多是以严谨

的态度，遵循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反映当时的风

土人情，尤其是一些姓氏家族在吉安的变迁、一些乡规民俗在吉安

的演变，记述都相当明晰、精准，如吉安陈姓开祖、衍生情况、吉安堂

鼓设置的由来以及吉安农村讨亲嫁女对轿对的习俗等等，读来饶有

意趣。

在吉安，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是很难用准确的数字来统计的，

本丛书收录的只是浩瀚如海、俯拾即是的吉安民间故事中的几朵浪

花，远不能反映吉安民间故事的整体全貌，要做到在保护中传承，在

传承中创新，还任重道远，但我们毕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值得一

提的是，之所以能够编选出版《庐陵时闻》这套丛书，与刘宗彬、李梦

星、黄年凤、林辉等众多庐陵才俊的辛勤工作和巨大付出分不开。这

些文稿的作者都是研究庐陵文化的专家、精英，一直致力于庐陵文

化的传承、弘扬。多年来，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小巷胡同，跋山涉

水，栉风沐雨，追本穷源，殚思竭虑，将蕴藏在民间百姓中的这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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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传闻轶事记录下来，转化成文字，这就为《庐陵时闻》得以成书付

梓奠定了基础。此外，李梦星等同志还为丛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图

画，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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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传家

一、杜审言开庐陵诗风

吉安人世代奉行诗书传家、耕读传家的宗旨，这种风俗在民间

根深蒂固，一直到现在还是吉安人传家立业的最大追求。

吉安之所以文风鼎盛，代有人出，除了官府重教等诸多因素之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风重读。可是，民风重读的渊源又起

于何时、是何人倡起呢？这就是要给大家讲的诗书传家故事的开篇：

开庐陵一代诗风者杜审言和塑造庐陵人文性格的起始人之一、崇文

重德的颜真卿。

古时候，人们祭祀天地时，必先祭祀山川，祭祀山川时，必先祭

祀大海，祭祀大海时，必先祭祀河流，为什么呢？树有根，水有源，事

情是有原委的。庐陵文化博大精深，人文荟萃，其实也是有缘由的。

现在来讲他们的故事，就是务本。

唐太宗时，朝廷一改以前的官吏任免的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制

度”，就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什么是门第和阀阅呢？是指魏晋南北

朝时，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的大门口都有两根粗大的廊柱，左边的

称为“门”，右边的称为“阀”。在“门”上张贴着他们家族的官爵，在

诗书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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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河铁佛桥

“阀”上张贴着他们家族的军功或者家族显赫的阅历，这就叫作门

第，也称作阀阅。因此，他们又被称为世族、世家、巨室等，也就是后

来人们常说的“世家大族”。直到今天，在一些有名望的古村的大宗

祠里，仍然能看到雄立于祠堂门前的两根石柱或木柱，它们向世人

彰显着宗族的荣耀和历史。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时

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朝廷里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

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

的才能与特长对仕途的影响。这种门阀制度一直到唐代，才逐渐被

以个人学识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隋、唐以前，朝廷都是以门第的高低来选任官吏，使普通地主和

很多寒门才俊无法登上政治舞台。而唐代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以才

德选士来补充官吏队伍，使人才的选拔趋于多元化。士子一经科举

及第，便可入朝为官，这就大大地激发了民间读书取士的热情。贞观

八年（634）有一个叫李义府的读书人参加进士科举考试。太宗出了

“咏鸟”一题，李义府即写“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我这只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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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鸟啊，无处可栖呀！)太宗看了喜道：“当尽借卿全树，何止一枝

也！”(我会给你一棵完整的大树，让你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李义府

的咏鸟诗句，得到太宗赏识，遂拜为监察御史。李义府是四川的一位

平民士子，科举取士使他得以入朝为官，这是唐代科举初兴之时，一

则有名的故事。科举一兴，四方俊秀云集京师，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纷

纷赴考。等到放榜之日，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高兴

地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于是，民间有诗曰:“太宗皇帝

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则故事和这首诗，说明了唐朝初年，李

世民开科取士，打破了历史上原有的门阀制度，使民间寒士有了展

示才华和参与朝政的机会，科举考试使士子趋之若鹜，而且对民间

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唐代初期的吉州，却是文风闭塞，读书和举士还不为人们

所了解和重视。人们对读书和科举的认识还处于茫然和蒙昧之中，

不知科举、取士是怎么回事。因为吉州地处吴头楚尾之间，“吴”是指

江浙一带，“楚”是指湖南湖北地区。而吉州正是头接吴地，尾与楚地

相连，比如永新、莲花、安福等地都与楚地相连。而吉安又处于江西

的中部，距离京城很遥远。老百姓善良淳朴，手不持刀刃，只知勤劳

耕种庄稼、上山砍柴、下河捕鱼来养活父母妻子，衣履穿着也显得土

里土气，史书里说“衣履冠戴未逮中都，然而山川纯灵之气含而未

泄”。虽然那时的吉州民众穿着打扮跟不上京城里的人的时髦，但他

们聪明灵秀，山川纯灵之气含而未泄，只等着文化的使者来点拨和

开化。刚好，此时杜审言和颜真卿因言事而从京城贬来吉州，他们带

来了京城里的科举意识和士子文化，并把这种京城里的科举意识和

士子文化传播给了吉州民众。

杜审言是什么人呢？杜审言是唐高宗咸亨年间（671—674）的进

士，大诗人杜甫的祖父,是唐朝初期四大诗人之一，也是唐代近体诗

的奠基人之一。中宗（684）时，杜审言以言事而被贬吉州，任吉州司

户参军。唐代地方州府中的司户参军一职，是州府六曹行政系统中

职责最为繁重的要官,掌户籍、计账、婚媾等经济事权。他到吉州后，

诗书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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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

政事之余，见吉州文风

未起，书院不举，便创诗

社于龙冈相山（今吉安

市区高峰坡处，现在高

峰坡还有一能仁寺旧

址）。他在吉州崇尚文

雅，优礼儒士，与吉州儒

雅之士诗词唱和，一变

吉州以前那种“只知耕

樵渔，乐其父母妻子”的

风俗，成为庐陵一代开

诗风者。

杜审言政事之余，

还经常到城北二十里处

的一条小溪垂钓，并吟

诗于此。这一条小溪就是现在吉州区长塘镇陈家村边的晏家小溪。

因杜审言常在此吟诗垂钓，便将这条小溪取名吟溪。

宋代的时候，吉州人宰相周必大告老还乡后，退休寓居城内，常

游相山。为思杜审言开庐陵一代诗风的功绩，他在相山诗社旧址买

地，构筑祠宇，专门祭祀杜审言，并将祠宇取名为诗人堂。

明代正统年间（1436），户工两部尚书、吉安长塘人周忱为方便

乡人南来北往通行，与吉安知府陈本深通力合作，在吟溪之上架起

了一座三孔石桥，取名为吟溪桥，周忱为此作了《吟溪桥记》。直至20

世纪70年代，吟溪桥仍是吉安通往新余的主要交通桥梁。吟溪桥虽

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霜，但经后人多次维修，石桥古韵犹存，当地

人称之为晏家桥。

到了明代万历间（1573—1620），庐陵陈嘉谟、安福王时槐等名

士又在诗人堂旧址建西原会馆，仍置田讲学于此。吉安县尉周巽亨

有诗云：“诗人堂上客，载拜杜参军。大雅今谁继，高风自昔闻。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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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外月，吟断树间云。千载龙冈会，因诗倍忆君。”

吉安有相山诗社、有诗人堂、有西原会馆、有吟溪桥，皆因为杜

审言以一诗人风雅，开了庐陵一代诗风，而使后人将他活动过的地

方，或名堂，或名溪，或名桥。虽然，杜审言在吉州的时间只有一两

年，但他为吉安开一代诗风的功绩，至今令吉安人民怀念。

二、盘箕晒谷，教子读书

吉安自唐宋以来，书院林立，文风昌盛。买田置屋，教儿读书，文

章节义，耕读传家，成为一代又一代吉安人追求的两全其美的事情，

并且代代以此为荣。这种情结和观念，至今仍是吉安人做人做事、一

辈子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愿景。这种情结和观念，推动着庐陵文化的

发展，也构筑着庐陵文化的底蕴与精神。

“盘箕晒谷，教子读书。”吉安民风重读到什么程度呢？重到只要

是家里用盘箕晒谷，只要有一点口粮，在能够度日的情况下，都要教

子读书，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儿上学。而且父母教子读书，重在立

志高远，言传身教。

千百年来，吉安民间广为流传着欧母画荻教子、陶母退鱼、杨万

吉安长塘吟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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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训子、文仪教儿等父母

教儿成才的故事。

在吉水《湴塘杨氏总

谱》的《诚斋文节公家训》

中，杨万里是这样教导儿

孙们的，他说：“勤劳为立

身之本。大富由命，小富

由勤。世间破荡之辈，懒

惰之家，天明不开门，农

忙不下田，好吃懒做说大

话，典衣卖田无羞愧，万

顷粮田虚花，坐食光阴难

度。吾今劝汝莫效尤。光

阴迅速，一年又过一年，

早宜竭力向庶，免饥寒在

后。因此，教导后生要体

悉：忠，上而事君，下而交

友，此心不污，终能长久；孝，敬父如天，敬母如地，汝之子孙，亦复如

是；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俭，量及收入，度

其所出，若不节用，俯仰何益?还有一事，重中之重，读书务要用心，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学问有成，努力向前，但得学成，无虑功名。”这

个家训，言简意赅，归纳起来就是忠、孝、勤、俭、学五个字。

杨万里以家训教儿，收效明显，比如长子杨长孺为福建安抚使

时，尊家训，忠事于君，在判案时做到“你为天子亲，我为天子臣，你

犯天子法，我行天子刑”。大公无私地为庶民百姓办案，获得闽地大

治，政绩显著。当宁宗要赏赐杨长孺时，他却回答说：“不要赏我，要

赏就赏我父亲吧，是我父亲教导我这样做的。”

有宋一代，吉州这块皇天后土里贤良辈出。欧阳修、杨万里、文

天祥都是中华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然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言

教子楹联

6



诗书传家

吉安县浬田乡田岸上村字板

传身教，儿子耳濡目染，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能教育出好样的

儿子，文天祥的父亲文仪就是这样的人。

文仪，字士表，号革斋，青原区富田乡人。文仪自幼喜欢读书，每

有所见，随即抄录。他广泛搜集各种典籍，夏天挥着汗，冬天呵着冻僵

的手，也不会停止学习。嗜书如饴，书积如山。如果见到没有看过的

书，而手头拮据时，就会拿着衣服到街上去典当，换钱买书回来。有人

就说他：“散尽黄金为买书，时人笑你太痴愚。”欧阳守道也赞扬他“卖

尽黄金只爱书，到处逢人说老苏”。经史子集，皆亲自标清题目和序

号，天文、地理、医卜等书，游骛殆遍，以博学名世。文仪爱竹，依竹为

屋，史书评价他是一个“气质端重，进尺有分寸”之人。

文仪教育子弟十分严格，“夜呼近灯，诵日课。诵尽，旁摘曲诘，使

不早怡，以习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天祥

兄弟栗栗擎槃水，无敢色于偷。天祥兄弟奉严训，早暮侍膝下”。就是

说：文天祥的父亲教育儿子很严格，每天晚上都会把儿子们叫到灯

下，要他们把白天学过的课文背诵一遍。背完之后，就旁征博引，再给

孩子们讲解一遍，使孩子们不懒惰，从而进一步理解课文。如果谁打

瞌睡，即示颜色。

不管严冬还是酷

暑都是如此。天

祥兄弟老老实

实，战战兢兢举

着灯火 (看书)，

不敢偷懒。文天

祥兄弟从小受到

严格的父教，潜

移默化，读书明

理，深受其益。自

五岁开始，便在

父亲的影响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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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下，过着紧张而又充实的学习生活，为后来的成才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宝祐三年（1255）乡试后，文仪送子赴京参加礼部应试，到京后

便病了。第二年五月殿试，文天祥高中状元，出而拜亲。革斋先生病

已很重，他对文天祥说：“朝廷策士，擢汝为状元，天下人物可知矣。

我死，汝尽心报国家。”当年五月，文天祥父亲病死京中。后来，文天

祥起兵勤王，母亲亦常教天祥为国尽忠。文天祥从不违父母之训，尽

心于国家，给我们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

古绝句。文天祥的一生，得到人民的敬仰和高度评价，与从小父母教

养和家渊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青原区新圩镇毛家村毛氏家族是诗书传家的一个典型代表。

清光绪八年（1882），由经商而富的毛仁炬给后辈立下了一条家

训“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唯读唯耕”，“以诗书

训子孙，令世世不乏读书种”。这条家训，奠定了毛氏家族亦耕亦商，

由商而文，由文而显的必由之路。身为商人的毛仁炬，经商挣钱，不

只是为了敛财置产。现存毛家村的民居裕元巷有六栋青砖黛瓦的房

子，毛仁炬亲手建了两栋，其余四栋是他的子孙们分批而建的。他的

钱财大多用来培养子孙读书。他的家传真经是“士人十年读书，十年

养气，尔等欲求学问有成，必先以变化气质为主”。所谓“十年读书”，

就是要儿孙们老老实实地学习，学习知识，学习文化；有了知识和文

化，才能有对事物做正确判断的能力和力量，才能做事有成，学问有

成。他告诫儿孙说：“我一生清洁所志者，但求无亏空累债足矣。只要

你们能奋志前程，以诗书训子孙，令世世不乏读书种，我们的家族就

会有名望，亲人也会由此而显贵，到时候，我还愁没有功名吗！”家谱

上记载此公“谦逊以持己，宽和以处世，生平慷慨，见善心趋，修道

路、捐义仓、施药、掩骼，事亲至孝、忍辱睦邻”，可见其品行之高。在

毛仁炬的倡导下，毛家村人以克勤克俭、唯读唯耕两条路持家发家，

建立了公堂会社助学组织，集资建义学会，建义学、义仓接济贫困，

对促进全村文化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毛氏家族“义、

礼、智、祖”四代人中，有大学学历以上者80余人，教授、研究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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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高记、高编、企业家、博士、硕士、留学人员等高级人才56人，属知

识分子者136名之多。毛仁炬的重学之道，可算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典

范。以诗书传家、人才辈出、人才济济、让世人惊羡的知识群体，圆了

毛仁炬“以诗书训子孙，令世世不乏读书种”的夙愿。

三、惜字敬儒

惜字塔是吉安人崇文敬儒的记忆和象征。

儒，古时指学者，后来泛指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也指春秋末期

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所创立的一种学派，后尊为儒

家。其主要内涵和意思是说：遵循尧、舜的法度，效法周文王、周武王

的礼仪，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全民的伦理道德教育等等。后来，孟

子将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人们提起儒家，常称其为“孔孟之

道”。至汉武帝时，朝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

两千多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治国安邦的传统思想，也成为中

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吉安民间诗书传家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崇文敬儒。而崇文

敬儒的表现又有两个留存至今的重要的风俗，一个是将“天地君亲

师”牌位或条幅供奉于中堂之上，在家里祭祀天地君亲师；另一个就

是敬惜字纸。

今天，吉州区兴桥镇丁塘村的民众，在中堂之上仍端放着保存

完好的清朝年间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牌位呈长方形，樟木做成，红

漆地，描金字，竖排“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人一走进厅堂，就会觉

得这户人家既庄重喜庆，又典雅高贵，展示这户人家曾经耕读传家

的气韵和高雅！

祭祀天地君亲师，是古代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

综合祭祀。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天为至上之神，上天主宰一切。以

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顺服天意，感谢造化之意；祭祀君王，源

于君权神授观念。因为君王是国家的象征，祭祀君王也就有了祈求

国泰民安之意；祭亲，就是祭祖，由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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